
□ 丁元春

结束一天的忙碌，我喜欢一个人静

静地坐一会儿，复盘一天工作的同时，

脑海中也会时常蹦出几个小念头，不断

在心底追问自己：需不需要这样拼？是

不是可以不做或少做一点……

但每当走出校门，看到眼前并不美

丽的社区环境，遇见几个正在玩耍的孩

子，听到他们不经意间说出的“脏话”，看

到他们随手丢下的垃圾……在那一刻，

心中有一个声音愈加坚定：孩子生长的

环境越不好，就越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

每个孩子都有接受理想教育的权利。

理想的教育需要理想的学校，老

而小的学校能否做出理想的教育呢？

我想分享3个小故事。

一个“定制的房子”

“我觉得我们的学校更像一个房

子，学校不同的发展阶段就如同这个

房子装修的过程，起初是毛坯，后来是

简装，现在我们的学校更像是‘一个定

制的房子’……”一次对外开放的交流

会上，副校长喻梅动情地讲述着她眼

中的学校。

我特别喜欢“定制”这个词。正如

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也没有

两所一模一样的学校。我认为，理想的

学校就应该是一所“定制的学校”。以

我校为例，我们的学校空间很小，因此

许多东西是定制的：定制的球场、定制

的学习空间、定制的家长会……因为定

制，所以处处可见用心用情的创造。

就在前不久，我们还定制了一场难

忘的毕业典礼。毕业是告别的季节，

“我们该怎样告别呢？像当初见面时那

样”。我们以“榉树下的我们”为题，在

榉园举办了一场“星空下的演讲”，我们

期望学生未来不管走多远，想到母校就

能想到这棵树，想到树下有尊敬的老师

和可爱的伙伴，懂得“母校是出发的地

方，星辰与大海才是远行的方向”。

理想学校并非一定是“完美的学

校”，老学校走向理想学校，我们没办

法从“图纸”开始，只能从现实出发。

而所谓“定制”，正是直面现实、乐于接

纳也敢于创新的选择。

世界上“最好的学校”

“尊敬的丁丁校长：我非常喜欢学

校，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学校。”

一天，我收到了二（1）班学生倪悠然送

来的一张卡片，看到上面稚嫩的文字，

我鼻子一酸。

我们学校“条件”并不好，既没“颜

值”也不够宽敞，但它在学生心中却是

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学生心中最好

的学校不就是一所理想学校吗？

当然，在欣喜的同时我也在思考：

学生为何喜欢学校？

在二（5）班学生舒希怡的眼中，学

校真的太有意思了，学校的“空中农

场”是她最喜欢的地方。“美术课上，

老师带我们观察棉花，我才知道棉花

有4个瓣或者5个瓣，棉花籽竟然还能

榨油。”而对于四（4）班学生贺宗宇来

说，最惊喜最难忘的是他举办了一场

个人诗集发布会，大家围坐在一起读

他的诗……在与学生对话的过程中，

我们找到了答案。

因为他们被看见、被信任、被期

待、被温暖……因为我们把每一个学

生都装在心里。“把钱花在离学生最近

的地方”“不妨听听学生的想法”“不是

你喜欢，也不是我喜欢，而是看学生喜

不喜欢；不是你需要，也不是我需要，

而是看学生需不需要”……这些都是

我们的“口头禅”。

我写下的第一首诗

“盛夏之风拂过榉园繁茂的树叶，

丰收的气息在格园清新的空气中轻轻

飘荡，劳作的快乐洋溢在诗意的一米

麦田，行走在躬耕大道，每一天都是爱

的模样。

在这里，榜样如阳光，关心似雨

露，故事浸润着每个人的心房，美好是

我们共同的希望。

我们在麦田仰望星光，我们在榉

园跳舞歌唱，在忘我的劳作里，四季悄

然翻开新的华章，在驰骋的奉献中，桃

李默默散发芬芳。

我们要像树一样生长，我们要像

鱼儿一样游荡，美在校园，我们像花儿

一样，爱在其中，让我们尽情绽放。”

我是校长，也是一名数学教师。

我不会写诗，但这又确实是我写下的

第一首“诗”，所描述的正是我们充满

诗意的学校生活。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说：“凡是

艺术家都须有一半是诗人，一半是匠

人。”特级教师郑英在《教育，向美而

生》一书中也写道：“师者，当怀一半

诗心一半匠心。用诗心指引，用匠心

行走。”

理想学校孕育理想教育，理想教

育长什么样子？我们的回答是“像诗

一样”。师者，亦是诗者。把理想教育

写成“诗”，老学校自然焕发新活力。

（作者系安徽省合肥市临泉路第

二小学校长）

把理想教育写成“诗”

理想学校并非一定是“完

美的学校”，老学校走向理想

学校，我们没办法从“图纸”开

始，只能从现实出发。而所谓

“定制”，正是直面现实、乐于

接纳也敢于创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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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元春谈“让老学校焕发新活力”⑥

张恒：把师生当作一面镜子
□ 本报记者 崔斌斌 □ 焦 静

在河北省衡水市新苑小学，校长

张恒爱聊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操场边、树荫下的木凳上，经常能

看到几个学生围在张恒身旁，一会儿

高声谈论，一会儿笑声朗朗。张恒喜

欢聊天，他也很会聊天，为了能经常跟

学生聊天，他还经常教学生帮他做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做事情的过程中

聊天，更加随意自然，一点不着痕迹地

了解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需求，解决他

们的困惑。多年来，不管身份怎么变

换，张恒一直是学生信赖的大朋友，学

生特别喜欢跟他聊班里的趣事，聊自

己的心事。

不仅和学生聊天，张恒也喜欢和

同事聊天。张恒自1995年从师范学校

毕业至今，辗转过 6 所学校，主管过教

学工作、学生管理工作，也做过德育工

作、后勤服务。无论在哪里、在什么工

作岗位，他都喜欢和同事聊天，听大家

的意见，和大家一起群策群力解决

难题。

不同学校、不同岗位、不同师生，

张恒把遇到的每个人都当作一面镜

子，投射自己，折射教育，助其成长。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工作经验都是

从大伙伴、小朋友那里得来的。”

“你们需要的，正是我该做的”

某个周五的下午，上班路上，张恒

看到一个男孩手里拿着一副乒乓球

拍，边走边比画着各种挥拍动作，走近

一看，是学校五年级学生 H。张恒停

下自行车，和小朋友边走边聊。原来

H 参加了校外乒乓球训练班。H 很期

待地说：“校长，如果能在咱们学校参

加训练就好了，爸妈不用送我去、陪我

练，放学后我还能拥有大把的时间。”

学生的一句话，张恒听进了心里，他对

自己说：“你们需要的正是我该做的。”

当天下午的课间，校长办公室里

挤满他的小朋友。原来，张恒专门邀

请了一些学生，了解他们在校外参加

哪些课外班、希望学校提供什么样的

帮助。自此，建设学生喜欢的社团课

程计划萌生了。

新苑小学本着“把学生的喜欢发

展为兴趣，把兴趣培养成爱好，让爱好

影响他们一生发展”的课程理念，构建

了以“三型六类”为内容的“和雅”课程

体系：其中“三型”指“基础型”“发展

型”和“拓展型”三类课程。“基础型”依

据国家课程开发，据此开展各类学科

活动；“发展型”依据地方课程开发，以

普遍提升学生能力为出发点，开展形

式多样的项目作业；“拓展型”是根据

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特长的选修课程。

“六类”具体为文化类、德育类、艺体

类、手工类、科技类、心理类。

在张恒看来，只要是学生需要的

课程，就要积极创造条件，只要能发挥

教师的特长，就开发相应的课程，引领

大家主动参与，尽量激发他们的兴趣，

愉悦他们的心情，张扬他们的个性，最

终目标是培养坚毅品格、多才多艺的

学生。

为保障和雅课程的有效实施，学

校统一安排课程表，把所有班级的校

本课程集中到周五下午，整个下午，全

校 3000 多名师生都在上自己喜欢的

课，因此师生把周五下午称作“快乐周

五”，学生可自主选择感兴趣的社团加

入。“快乐周五”社团课，学校还打破年

级界限，打破学科分类，全校师生融

合，教师、学生双向自主选择。目前，

学校已开设包含文化类、德育类、艺体

类、手工类、科技类、心理类在内的 80

多个社团。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让

学生不再拘泥于纯粹的文化知识的学

习，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课程，找到适

合自己的课程。

同时，学校还联合衡水学院、衡水

棋社及社会办学力量，努力为学生提

供优质、专业、精准的课程服务；与省

内外各大名校成立校际联盟，建立学

校共同体，汲取先进的办学经验和办

学思想；学校还积极参与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等著名高校的课题研究，构建

“以和为本”的促进学生发展的教育生

态体系。

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

在新苑小学，曹硕的故事在师生

中广为传诵。

曹硕，家境一般，不爱读书，找不

到自己的兴趣。学校成立足球队后，

他进了校队。从此他酷爱踢球，在球

场上他是队长，很快成为射门能手。

足球场上的得意给了他自信，学习成

绩也随之突飞猛进。河北永昌足球俱

乐部来学校选拔人才，一眼看中了曹

硕。很快，他被吸收进永昌俱乐部，之

后又进入了省队，目前是国少队队员。

从曹硕身上，张恒总结出一句话：

“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离开教

育的体育是不牢固的。”新苑小学通过

课程开发为体育提供基础，努力寻求

教育与体育的融合点。

在体育课程开展中，张恒提出众

筹办学——通过体育局、体校和相关

机构引进更专业、水平更高的教练员，

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人才共育、

特色共建”，在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同

时，使所有的孩子都热爱体育运动。

这是“教体融合”的初心和愿景。

张恒认为，体育教育专业化是体

教融合成功的关键，所以学校注重教

体结合，整合资源，完善训练和竞赛体

系，于 2017 年建立了体教融合的新苑

青少年体育（省级）俱乐部。最终形成

“学校+俱乐部”模式的体教一体化，即

体育课由一名本校教师和一名俱乐部

教练共同完成，让每个学生都能有机

会感知专业训练；同时，对有特长的学

生进行针对性课后专训。

学校制定体育训练规划，除平时上

好体育课、抓好每天课后训练外，还积

极筹划比赛活动，比如乒乓球、足球、围

棋、国际象棋等，已经做到每学期有横

向的班级对抗，每学年有纵向的年级对

抗，形成了梯队培养的良性循环的局

面。学校还通过让学生走出去或把友

谊队请进来的方式，以赛促练。

每学年学校都有三大联赛，即乒

乓球、足球、轮滑班级对抗赛，实现班

班有队伍、季季有赛事。学校五年蝉

联衡水市市长杯小学校园足球赛冠

军，20 多名小足球队员被省内外足球

俱乐部青训队选中。乒乓球队也年年

战绩辉煌，去年省运会有 21 名队员打

进决赛，先后有20多名队员取得一、二

级运动员资格。校冰球队连年代表衡

水市征战省运会，去年省运会打进河

北省四强。

在矛盾中悟出“和”的价值

学校的发展离不开好的文化与管

理制度。

2010年张恒调入衡水市新苑小学

担任校长时，正值衡水城市建设飞速

发展时期，学校所在地的城中村改造

工作还没有完成。学校也正面临扩

建，占地、施工、管道铺设，样样工作都

需要与周边的村民、村委会协商。然

而各方利益很难调和，沟通不畅，扩建

工程一再延误。此时，张恒意识到

“和”的重要性，校内失和，学校不兴，

校外失和，寸步难行。

面对前期复杂艰难的乱局，他从

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从矛盾根源

入手，先解决思想问题，提出“文化立

校，‘和’中育人”的办学思路，学校形

成以“和”为核心的价值共识。工作中

关注各方诉求，兼顾多方利益，围绕现

实情况，尊重不同，寻求共识，帮助校

内校外不同群体统一了思想。有了思

想共识，行动也就变得容易起来，学校

先后组建了核心团队，达成了办学共

识，进一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苑

“和”文化。不仅汲取了传统“和”文化

中的“和美与共、和生万物、和衷共济、

和谐自由”等内涵，而且在长期的工作

实践中，不断赋予其新的含义，最终形

成了以“知行合一、和融共生、与时俱

进 、和 而 不 同 ”为 内 涵 的 新 苑“ 和 ”

文化。

在“和”文化引领下，学校形成了

“和顺”管理模式，把“四有好老师”的

标准作为“新苑誓言”，建立“人人都有

思想，人人都很重要，人人都须成长，

人人相互依靠”的新苑信仰。学校改

革管理机构，形成“一核六心”的架构，

推行“去中心化”项目式管理，削除管

理层级，工作事务项目化、承包制，谁

能干谁负责、谁负责谁做主，要物随事

移、人随事聚，提高工作效率，提升人

的主动性，这样办学效能就会凸显，工

作就能和于事、顺于心。

为增强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新苑

小学提出“3+1+X”的师资培养模式。

这里的“3”是指帮助教师制定职业规

划，构建青年教师、骨干教师、名师三

级培养路径；“1”即班主任培养路径；

“X”是指尊重教师个性发展，提倡教师

要有一项自己的兴趣爱好。

学校一方面关注教师的专业化提

升，引入河北省教研专员、衡水学院

教授等专业人员帮助教师精通基础理

论、专业知识和实验技能；另一方面

加强班主任管理和教师队伍师德师风

管理，定期开展“优秀班主任论坛”

“师德演讲”等一系列主题活动。通

过“向上整合力量、向下凝聚人心”，

用这样的和顺管理培养出“和谐”教

师队伍。

在构建学校文化过程中，张恒摸索

出“众筹办学”的办法，围绕学生的发展

众筹思想、众筹师资、众筹课程……坚

持家校社一体化，在“和”文化的基础

上，吸纳一切优质资源服务于新苑“办

一所师生喜欢的新优质学校”的教育

追求。

以美育美，和美与共

2021 年 12 月，河北省教育厅为张

恒名校长工作室授牌。

张恒并不是美术专业人员，但是

他认为美育非常重要，著名教育家蔡

元培曾经提出过“美育代宗教”的理

念，可见美育对人的成长、对社会发

展的重要意义。于是，张恒名校长工

作室发起成立衡水市美育联盟。他希

望继续发挥他的“众筹办学”优势能

力，在名校长工作室这个平台，整合

相关学校和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美育

联盟工作，进一步创新美育联盟的工

作模式，共同推进衡水美育的高质量

发展。

截至目前，美育联盟已有 60 多所

学校参与，通过开展以美育为主题的

跨学科教育教学和课内外、校内外实

践活动促进成员单位的美育发展。联

盟还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动，开展

专家专题讲座、美术学科案例展示、学

科教研专题活动和研学活动等。

联盟是一个共同体，张恒希望各

成员单位能在其中共建共赢。

张恒常说：“办学校就要办有思想

的学校，做教育就要做有价值的教育，

培养人就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他一

直带着这样的信条与自己的小朋友、

大伙伴走在探索的路上，有不少辛劳，

但也乐在其中。

张 恒
河北省衡水市新苑

小学校长，正高级教师，

特级教师，河北省人大

代表，河北省中小学骨

干校长，河北省“张恒名

校长工作室”主持人，

2022 年被推荐为新时

代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

养计划培养对象，组织

实施的《“快乐周五”校

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的研

究》项目荣获河北省教

学成果奖。

新苑小学足球社团活动精彩瞬间新苑小学足球社团活动精彩瞬间


